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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创伤修复方式对血清铜影响的双因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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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本实验时家兔领骨造成实验性骨缺损
,

采用三种不同的修复方式
,

利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检测
,

探讨骨缺损不 同修复方式及修复时间徽童元紊铜的变化
,

结果表明
& 不 同修复方式骨缺损的修复其血清铜的变化

各异
。

各种缺损修复方式在不 同时相上变化有统计学意义
,

同时提 出骨缺损修复期补锌的同时适童地补充铜是有

意义的
。

关健词 骨创伤 修复方式 修复时间 血清铜 双因素分析

骨移植是骨缺损修复重要手段之一
。

探讨 损均为下领骨基准大小缺损 �
∋

( ) ∗
∋

(+ , 川
。

所

骨缺损不同的修复方式及修复过程中微量元素 有检查证实创 口无感染
。

铜的变化
,

对于完善微量元素在骨代谢中的变 #
∋

血清制备
、

保存与血清铜检测

化的基础理论及临床上铜的补充以加速骨愈 血清制备与保存所用的器械均经无离子化

合
,

缩短领间固定的时间均具有重要的意义
。

处理
。

分别于术前 � 天
、

! 天 ∃两次所测结果的

材料和方法 平均值记为术前水平 %
,

术后 � 天
、

! 天
、

� 周
、

成年健康家兔 #− 只
,

体重 #
∋

. / !
∋

(0 1
,

均 # 周
、

! 周
、

2 周
、

. 周
、

3 周 �∀ 个时相点晨时

为雄性
,

由校动物实验部提供
。

所有家兔同室 从耳动脉抽血 �
∋

(,4
,

移于试管中
,

! 5水浴箱

喂养
,

自术前一个月开始喂以校动物部合成的 放置 !∀ 分钟后离心 ∃!∀ ∀∀ 转6 分%
,

吸取血清移

颗粒饲料及自来水
。

按随机原则将 #− 只家兔分 于离心管中
,

封管后放于一 #∀ ℃冰箱内保存
,

待

成 2 组
,

每组  只
,

7 组为软组织损伤组 ∃对 分析
,

应用 8 9: 7 5 8 9 � −∀ 一 −∀ 原子吸收分光

照组 %
,

; 组为骨缺损组
,

5 组为骨原位再植组
,

光度计检测血清铜
。

< 组为异体骨移植组
。

结 果

�
∋

动物模型的建立 实验结果详见表 �
。

采用方差分析对实验

7
&

于右下领骨下缘处切开皮肤
、

肌肉长约 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
&

损伤修复方式间的 =
4

值

#∋ (+ ,
,

在骨膜上钝性分离
,

显露下领骨体部范 为 22
∋

!�
,

>
9

? ∀
∋

∀�
,

贡献率为 #�
∋

#� ≅ Α
时相

围为 �
∋

Β Χ ∗
∋

(+ , 后冲洗创腔
,

逐层缝合
。

间 的 =
&

值为 �
,

�.
,

>
Δ

? ∀
∋

∀�
,

其贡 献率为

; 组
&

显露同上
,

去除包括骨膜在内的 �
∋

. �∀
∋

32 Α
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 =

。

值为  
∋

�!
,

>
!

Χ Ε∋ (+ , 大小的全层领骨部分
。

取之骨块放于 ? ∀
∋

∀�
,

但其贡献率为  6 �∀ ∀ ∀ ∀
。

生理盐水中
,

待用
。

逐层缝合
。

讨 论

5 组
&

前部分同 ; 组
,

取下之骨块原位肠 血清铜在哺乳动物的个体差异较大
,

目前

线固定
,

冲洗创腔
,

逐层缝合
。

有关家兔血清铜含量仍无统一范围
。

为了消除

< 组
&

前部分同 ; 组
,

将 ; 组取下的骨块 混杂因素的干扰
,

我们采用术前一个月统一饮

置于缺损处肠线固定
,

冲洗创腔
,

逐层缝合
。

食
,

同室喂养
,

同时采血
,

同时测定以排除干

四组手术均在 # ≅戊 巴 比妥钠 !∀ / 2 ∀ , 1 6 扰
。

骨缺损的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
。

骨

0 1 静脉麻醉下进行
。

;
、

5
、

< 三组所致之骨缺 的化学动力学要求微量元素的吸收与沉积
。

本

夸

沈阳可人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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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结果表明
&

不同的骨创伤修复方式
,

其血 远远高于血 中铜浓度
,

骨吸收的出现也可能是

清铜的变化各异 ∃>
,

? ∀
∋

∀ � %
,

其贡献率为 使创伤后血铜升高的原因之一
。

骨再植组 ∃5

#�
∋

#� ≅在总变异中占的比重最大
,

说明铜参与 组 %血清铜升高持续时间较长且达到较高水平
,

了骨创伤的修复过程
,

血清铜的变化与骨缺损 我们分析这也可能与破骨细胞另外还要清除骨

的修复方式有关
。

血清铜在修复期不同时相上 移植物内失活的骨组织以致骨铜游离人血程度

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∃>
#

? ∀
∋

∀� %
,

其贡献率为 增高有关
。

�∀
∋

32 ≅
,

说明三种修复方式下血清铜随时间的 铜离子常存在于血液内铜酶中
,

能催化骨

变化而存在各自的变化趋势
。

修复方式与术后 胶原成熟
,

激活骨细胞
,

对维持弹性纤维和胶

不同时相变化其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有意义
,

原纤维的正常结构发挥作用
,

有利于结缔组织

但贡献率为  6 �∀ ∀ ∀ ∀
,

所占比重甚微
,

可不考 的正常修复川
。

此外
,

铜还能加速铁的吸收
。

虑
。

三组不同的修复方式相同点是骨创伤后 � 中医补肾壮骨理论与微量元素息息相关
,

天
,

三组均立即出现血清铜的升高
,

Φ Γ, Η
一

补 肾药中含有微量元素铜
。

以自然铜
、

骨碎屑

(+ Ι , 记ϑ〔#〕认为
&

多形核白细胞受到某种感染细 为主的接骨散临床上有加速骨愈合
、

增加骨强

菌毒素和组织损伤刺激后
,

能释放一种耐热的
、

度的作用
。

现代创伤医学 中有关骨创伤后补铜

分子量非常低的非透析蛋 白
,

称作白细胞内源 可否加速骨形成的报告甚少
。

口服铜并不能引

物质 ∃Κ Λ Μ %
,

它作用于肝
,

首先使肝摄以氨基 起骨中 7 Φ > 及 < Ν 7 含量增加
〔.〕。

铜是营养元

酸增加
,

随即对铁和锌摄取增加
,

继之在数小 素同时毒性也较大
,

铜与锌有拮抗作用
,

相互

时内迅速合成一系列防御性反应蛋白如纤维蛋 影响吸收呱
,

过量补锌可引起低铜血症
〔 〕。

我们

白原
、 Γ
酸性蛋 白

、

铜蓝蛋白和肝珠蛋白等
,

使 认为
&

由于铜参与骨缺损修复的全过程
,

参与

血铜升高
。

同时可使其它器官铜和铜酶释放增 抗炎及免疫反应
,

且能加速铁的吸收
,

同时过

加
〔!二 。

骨创伤发生后
,

创伤部立即有创伤性炎症 量的补锌可引起低铜血症
,

从这些角度考虑
,

骨

反应发生
,

破骨细胞活动增加
,

使创伤部骨组 缺损修复期补锌的同时
,

适量地补铜是有意义

织 出现不同程度的骨吸收
。

骨组织中铜的浓度 的
。

表 � 各组血清铜不同时相均值与标准差 ∃单位 > >;%

时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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